
海健教﹝2020﹞41 号

关于印发《2020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
订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系(部)、部门：

经研究同意，现印发《2020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

订工作方案》，请按照方案要求认真贯彻落实。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教科处

2020 年 7 月 6 日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教科处 2020年 7月 6日印发



2020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
工作方案

根据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

【2019】号）、四部委《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方案》（教职成【2019】6 号）、

六部委《告知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教职成【2019】

12 号）及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13 号）等文

件精神，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组织做好职业院校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

61 号）和海南省教育厅琼教高【2019】121 号文件精神，

特制订我院《2020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修订工作方

案》。具体方案如下：

一、组织领导

成立学院 2020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工作

领导小组，党政领导挂帅；设立办公室；建立专业建设委

员会。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刘军保 张 伟

副组长：陈洛夫 吴永强 孙凯慈



成 员：张德拉 舒火明 吴江生 郭 虹 黄晓辉 林

连波 黄广民 符林秋 王 苹 陈明锐 杨建军 肖 憬

杨知博 董奇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教科处。

（二）办公室

主 任：陈洛夫（兼）

副主任：舒火明 张德拉

成 员：何 娇 蒲 悦 郑伟旭 郑碧红

（三）专业建设委员会

各系部成立以系部主任牵头、专业负责人和企业行业

专家、骨干教师参与的专兼结合的专业建设委员会，其中

兼职委员不少于三分之一。各系部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名

单报教科处审核、学院批准。

二、主要任务

（一）2018级和 2019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二）分类制订 2020 级 10 个专业（方向）的人才培

养方案（包括高招、3+2 专本衔接、中职、四辅等生源）。

1、高招生源：依据国家教学标准并结合职业资格和

（或）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而设计的人才培养方案。

2、3+2 专本衔接生源：依据国家教学标准、3+2 专本

衔接双方协议要求和适应升本需要而设计的人才培养方

案。



3、中职生源：根据国家教学标准并结合职业资格和

（或）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为单独编班的中职生源量身打

造的适应其职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方案。

4、四辅生源：根据国家教学标准并结合职业资格和

（或）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为单独编班的退役军人、下岗

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四辅生源量身打造的

适应灵活多样、自主学习的人才培养方案。

三、工作原则

（一）坚持标准。

依据国家教学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设备配置标准、

顶岗实习标准）、《国家职业标准》和相关《职业技能等

级标准》，正确处理好大专层次高等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

培训的关系，确保“标准不降”。

（二）科学规范。

1、遵循高职职业教育、技能人才成长和学生身心发

展的规律。

2、按照从岗位实际需要→推导核心技能→设置核心

课程→其它支持课程的基本思路，科学设置专业（技能）

课程。

3、课程内容要紧密联系生产劳动实际和社会实践，

遵循理论够用、实用的原则，大胆优化课程结构、教学内

容（包括验证性实验），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注重学生



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培养。按照相应职业岗位（群）的

能力要求，确定 6—8 门专业核心课程和若干门专业课程。

4、专业课程开设时间适当前移，尤其是针对中职、“四

辅”生源。

5、适当提高选修课程的学分学时比例。

6、符合编写体例（见附件 1），各要素描述清晰明

确。

7、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各专业应准确描述本专业跟

岗实习、顶岗实习及其教学安排，做好专业核心技能展演

和职业技能大赛的教学设计。

（三）程序扎实。

不得缺省规划设计、调研分析、起草审定、发布更新

等环节，并要有支撑材料。

（四）处理好急用先行与反复打磨的关系。

1、加大公共基础课改革力度。公共课教学单位须密

切结合各专业课程教学和职业精神、职业素养培养的需

要，协商各专业共同做好 2020 级公共基础课程的总体设

置（包括课程设置、学分学时赋值、课程标准等）和教学

安排。

2、各专业协调开课单位提前做好 2020 学年第一学期

各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安排。



3、各专业在调研的基础上，组织认真研讨、反复论

证，全面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发布和上报。

（五）突出特色。

1、学校标准高于国家一般标准，具体体现我校智能

化、国际化的英语口语、信息素养、急救、健康生活管理

和体育文艺技能等人才培养特色。

2、加大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实施分类教学；贯通课

内课外；融入语言文化，呈现职业场景，以英语口语能力

为核心组织教学；公共英语课程不超过 8 学分。

3、产业引领，行业面向。

（六）推进书证融合。

1、各专业应积极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每个专业

应根据专业目标和职业面向，确定一个（或若干个）密切

相关的 1+x 证书，扎实推进“书证融合”，积极开展“三教”

改革，逐步打破“四段制”。

2、对于不能融入人才培养方案的 1+x 证书部分内容，

可以设置一定学分的专业拓展课。

3、各专业可根据 1+x 证书标准设置若干跨专业选修

课，供相关专业学生选修。

4、公共选修课中增设 1+x 模块。

实施 1+x 证书与课程学分互换。

（七）实施学分制和弹性学制。



1、对知识能力模块进行学分赋值，探索学分制弹性

幅度。

2、实行基本学制 3 年，弹性学制 2-8 年。各专业可

以根据专业特点做好三年的教学安排，原则上要求按照

“2+1”模式安排教学。

（八）注重产教融合。

发挥学校和产业、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双主体”

作用。充分利用企业的实际工作场景条件设计、安排教学

活动。将产业企业的人才能力要求和教学条件反映在培养

方案之中。鼓励积极开展“驻点”、“订单培养”、“学徒制”

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九）建立课内外协同、德技渗透体系。

完善课外活动（含劳动教育）学分体系、课程思政要

求。

四、任务分工和工作时间安排（见附件 2）。

五、工作要求

（一）全院高度重视。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是贯

彻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重要途经，规范教学管理、提

高教学效能的主要抓手，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重要

载体，是我院考核专业负责人、部门领导工作态度与能力

的关键内容和指标，是实现学生培养目标、高质量就业、

可持续发展的总模板，全院上下必须高度重视。



（二）认真学习职教文件，尤其是《教育部关于职业

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

职成〔2019〕13 号）和相关标准。特别注意“应当”、“不

低于”、“严格”、“基本要求”等表述，使培养方案的相关

要求具备坚实的政策法规依据。

（三）强化调查研究。注意学习、吸收国内外学校、

行业的先进经验和具体做法；特别重视在相关企业的调查

研究，深入了解企业对岗位人才的要求和可利用、可发掘

的教学资源。

（四）加强协调推进。制修订培养方案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特别是按照证书等级组织教学、改革“四段制”、

推行工学交互教学模式、实施学分制管理等，都是前所未

有的的改革举措。需要各专业与公共课和基础课教学单

位、教学及学工部门加强协调和沟通，确保培养方案制

（修）订工作顺利推进。

附件：1.2020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写参考格式及说明（参

照 2019 级）

2.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工作任务分工及时间

节点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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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0级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工作任务分工及时间节点安排表

序号 责任单位 具体任务 时间节点 协助单位 备 注

一 教科处

1、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方案（原则、要求、体例） 7月初
2、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工作时间安排表 7月初
3、协助各专业与企业对接 7月上旬 各系部
4、2018级和 2019级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方案审批 7月 10日前 各系部
5、协调公共基础课设置与教学安排 7月 20日前 公共课教学单位
6、制定第一学期教学计划 7月 20日前 各系部
6、组织专题研讨 2020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7月下旬 各系部
7、教工委审定 2020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8月上旬 通过党政会议
8、2020级人才培养方案编印、上报 8月中旬 各系部

二 学工处

1、根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及课内外协同教育的要求，提出 2020级第二课堂教学
实施意见 7月 15日前

教科处、各系部2、拟定各活动项目的目标、标准以及实施办法 7月 15日前
3、2020级第二课堂教学实施方案审议 7月下旬

三 系部

1、进一步组织学习职教系列文件 7月上旬

各专业建设委员会

采用“1+X”和
“灵活多元”、
职业技能人才
培养模式的专
业和课程需提
出明确的条件
要求

2、修订 2018级和 2019级人才培养方案并报批 7月 10日前
3、深入行业企业开展专业调研，成立或调整专业建设委员会 7月 15日前
4、确定各专业第一学期教学任务 7月 20日前
5、编写 2020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高考生源、3+2） 7月 20日前
6、编写 2020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职、四辅） 7月 25日前
7、系部组织研讨 2020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7月 25日前
8、组织参加学院研讨并修改 2020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7月下旬
9、2020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定稿 8月 10日前

四 公共教学部
1、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提出思政课、通识课程的设置意见 7月 15日前

教科处、各系部2、公共基础课程的设置和学期安排 7月 20日前
3、根据职业技能分级教学需要提出上述课程的时序安排 7月 20日前

五 基础医学部（及承担医学
基础课程的系部）

1、根据各专业核心能力要求精选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 7月 15日前
教科处、各系部

2、根据职业技能等级的需要提出内容安排时序 7月 20日前

六 信息技术部
1、提出适应智能化特色要求的信息技术能力要求和课程 7月 15日前

教科处、各系部
2、根据各专业培养目标需要，协商开设智能化相关课程 7月 20日前


